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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海 南 戈 枕 金 矿 带 与 戈 枕 韧 性 剪 切 带 密 切 有

关，该韧性剪切带位于海南岛琼中地槽褶皱区西

部，昌江—琼海和尖峰—万宁深大断裂之间的抱

板—尧文隆起带中（彭少梅等，１９９３）。戈枕金矿

带受戈枕韧性剪切带控制金矿产于构造岩中，为

典型的 构 造 岩 型 金 矿，具 有 同 韧 性 剪 切 成 矿 特

征，自北向南 依 次 分 布 着 土 外 山、抱 板、北 牛、红

甫门岭、不磨等五个金矿床和金牛岭、公爱、中沙

等三个金 矿 点。根 据 变 形 变 质 作 用 的 层 次 观 点

分为肠状脉 型 金 矿 化、糜 棱 岩 型 金 矿 化、碎 裂 带

蚀变 岩 型 金 矿 化 和 石 英 脉 型 金 矿 化４种 矿 化 类

型（肖力等，１９９９）。

ＥＨ４连续 电 导 率 剖 面 仪 为 美 国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
公司和ＥＭＩ公司联合研制的双源型电磁／地震系

统，仪器 轻 便 节 能，具 有 探 测 深 度 大、观 测 效 率

高、分辨 能 力 强、经 济 高 效 等 优 点，是 矿 产 调 查

（申萍等，２００７；沈远超等，２００８）、工程水文、环境

的首选仪器，是研究深部地质构造形态和寻找隐

伏矿体的有效手段。

１　区域地质特征

戈枕地区位于海南省东方市东 北 部３８ｋｍ，
昌江县西南部１３ｋｍ，区域大地构造位置隶属华

南褶皱系五指山褶皱带西缘，昌江—琼海东西向

构造带南侧。从区域上看，测区位于琼西戈枕断

裂韧性剪切带北东端的西北侧，处于土外山金矿

床的西缘（图１）。
测 区 出 露 地 层 主 要 为 长 城 系 峨 文 岭 组

（Ｃｈｅ），分布于区域东南部，岩性主要为云母石英

片岩、石英 云 母 片 岩 为 主，夹 长 石 石 英 岩 及 晶 质

石墨矿层；长城系戈枕村组（Ｃｈｇ），在测区的中部

外延至 区 域 的 西 部，岩 性 主 要 为 黑 云 斜 长 片 麻

岩、混合花 岗 闪 长 岩 及 黑 云 斜 长 混 合 片 麻 岩 等；
长城系抱板群（ＣｈＢ），主要分布于测区东南部，是
测区的 主 要 成 矿 层 位，分 为 混 合 岩 和 区 域 变 质

岩。混合岩 中 主 要 岩 性 是 混 合 花 岗 岩（质）片 麻

岩，包括条 纹 条 带 状 混 合 岩、含 眼 球 条 纹 条 带 混

合岩，含金 丰 度 高，为 该 区 的 初 始 矿 源 层。变 质

岩呈北东向展布，其岩石组合主要有石英绢云母

片岩、绢云母石英片岩，呈互层产出，夹薄层绢云

母片岩、含 碳 质 绢 云 母 片 岩、变 质 石 英 砂 岩 及 透

镜状石英岩等。
区内断裂构造极为发育，昌江—琼海构造带

是一条以 断 裂 带 为 主 夹 有 东 西 向 褶 皱 带 的 断 褶

构造带，从区域北部通过。
区内岩浆岩发育，主要为中元古代片麻状混

合花岗闪长岩（Ｐｔ２γδ，中细粒状结构，具韧性流特

点片麻状构造）和中元古代片麻状（二长）花岗岩

（Ｐｔ２γ，细粒斑状和细粒状两种结构，两者呈渐变

过渡，具韧性流特点的条纹状、片麻状构造）。
岩浆活动为含金流体提供了热源。

２　ＥＨ４测量及成果解译

本区位于戈枕成矿带，金矿化多与糜棱岩化

类岩石有 关。糜 棱 岩 带 中 各 种 糜 棱 岩 化 类 岩 石

的视电阻率值为１３０～２８０Ωｍ，而围岩的视电阻

率值为５５０～１０００Ωｍ，两者电性差异明显。根

据以往物 探 工 作 认 为 金 元 素 虽 然 本 身 有 极 强 的

导电性，但 它 在 矿 石 中 的 含 量 却 是 微 乎 其 微 的，
以至于它 的 存 在 不 足 以 改 变 岩 矿 石 本 身 的 物 理

性质，然而由于金矿在地壳中产出的特殊环境及

与金伴生、共 生 元 素 含 量 大，从 而 形 成 了 含 金 岩

矿石与围 岩 物 性 存 在 差 异。从 邻 近 的 金 矿 来 看

主要矿石为：自然金、黄铁矿－磁黄铁矿，具有良导

电性能。而矿体的主要围岩为石英云母片岩、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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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－新近系；２－早白垩世鹿母湾组；３－早二叠世峨查组、鹅顶组；４－下志留统空列村组；５－下志留统陀烈组；

６－奥陶纪南碧沟组；７－震旦系石灰顶组；８－青白口系石禄群；９－长城系峨文岭组；１０－长城系戈枕村组；

１１－长城系报板群；１２－晚侏罗世正长花岗岩；１３－中三叠世二长花岗岩；１４－早三叠世正长花岗岩；

１５－晚二叠世二长花岗岩；１６－晚二叠世闪长岩；１７－中元古代片麻状花岗闪长岩；

１８－中元古代片麻状花岗岩；１９－断层；２０－测区范围；２１－金矿床

图１　东方市大田镇戈枕村测区地质图

砂岩、灰 岩，导 电 性 差，矿 体 与 围 岩 电 性 界 线 清

楚。因此利用电法找矿应有一定的效果。

ＥＨ４测量和数 据 处 理 严 格 按 照 测 量 工 作 规

范和数据处理流程。解译过程结合前人物探、勘

探成果，对 比 已 知 地 质 情 况，对 测 量 剖 面 进 行 解

译。据反演 电 阻 率 等 值 线 拟 断 面 图 特 征 及 区 内

地质地球 化 学 特 征 总 结 出 测 区 异 常 推 断 解 译 原

则如下：
（１）金属矿富集部位在反演电阻率拟断面图

上应表现为中阻特征（电阻率＜５０００Ωｍ）。
（２）次级断裂（带）：将 视 电 阻 率 在５０～１０００

Ωｍ，纵向展布，反演电阻率断面图上表现为等值

线同步下凹或低阻值闭合的条带状中低阻异常，
等值线分 布 密 集，与 两 侧 地 质 体 电 性 差 异 明 显，
视其宽度大小推断为次级断裂（带）。

（３）按电性划分地质体：深部高阻体（＞３０００
Ωｍ）推断为二长花岗岩，浅部中低阻层推断为地

层。一般在 深 部 高 阻 层 与 浅 部 中 低 深 部 高 阻 层

与浅部中低阻层接触部位有一低阻层，沿接触部

位带状 分 布，该 低 阻 异 常 形 态 与 接 触 面 形 态 一

致，由于异 常 走 向 与 地 层 倾 斜 方 向 不 一 致，异 常

跨不同地层，推断深部花岗岩层与浅部地层接触

面有破碎层存在，低阻层为这一破碎层引起。
（４）在中低－中高阻电性层中局部地段形成

的甚低阻封闭异常为本次工作研究重点，与容矿

次级断裂构造电性上连通的电阻率值低于５００Ω
ｍ的中深部条带状异常推断为容矿有利部位。

（５）与化 探 结 合，认 为 沿 岩 体 的 接 触 部 位 存

在明显的Ａｕ，Ｍｏ，Ａｓ化探异常，尤其是岩体的凹

陷部位，说 明 岩 体 不 但 提 供 了 热 源，也 与 成 矿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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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的富集有密切的关系，因而岩体的凹陷部位成

矿条件十分有利，是本次预测工作的重点部位。
大 田 镇 戈 枕 村 测 区Ⅰ剖 面 长６００ｍ，方 位

１２０°。由Ⅰ剖面 解 译 图 中 可 以 得 出（图２），该 剖

面地质 体 的 电 阻 率 呈 现“浅 部 低 深 部 高”特 征。
解译如下：

在整个 剖 面 浅 部（＜１００ｍ）电 阻 率 均 很 低

（＜５００Ωｍ），似层状展布，异常中心大致沿深部

约－５０ｍ的水平 层 面 分 布，结 合 该 区 的 自 然 地 理

情况，认为是由地表含水层引起。
在剖面南 东 东 端 平 距３００～６００ｍ处，存 在

一中阻带，电阻率变化在２０００～５０００Ωｍ之间，
与两侧高 阻 地 质 体 电 阻 率 差 异 大，倾 向 南 东 东，
倾角约５０度。推 测 为 一 断 层 或 地 质 界 线，结 合

实际地质条件，认为是长城系峨文岭组与中元古

代片麻状花岗岩的接触部位，同时也是断层（Ｆ１）
的产出部位。

在剖面平距２５０～３５０ｍ的深部存在１个中

阻体，深度为－８００～－５００ｍ处，电阻率变化在

４０００～５０００Ωｍ之 间，推 测 为 一 断 层（Ｆ２）向 浅

部延伸至－３５０ｍ处被断层Ｆ１错断，上部Ｆ２延伸

至剖面５５０ｍ处，结 合 地 表 现 象，推 测 是 中 元 古

代片麻状 花 岗 岩 与 长 城 系 抱 板 群 组 界 线。结 合

前人认为 长 城 系 抱 板 群 组 是 本 区 金 的 初 始 矿 源

层，区内各类型金矿床（点）皆赋于抱板群混合岩

中。认为该 层 位 与 岩 体 的 接 触 部 位 成 矿 条 件 良

好，异常Ⅰ即 位 于 此 处，岩 体 为 成 矿 提 供 热 源 及

物质来源，长城系抱板群地层为成矿提供物质来

源。同时该物 探 异 常 与 化 探 异 常 吻 合 好。因 此

异常Ⅰ成矿条件十分有利。

图２　大田镇戈枕村测区Ⅰ电磁测深剖面解译图

３　结　论

ＥＨ４连续电导 率 剖 面 仪 对 矿 区 深 部 构 造 形

态反演效果良好，深部异常发育显著与实际地质

条件吻合，能清晰显示矿化异常在剖面上的形态、
规模和矿化强度等信息。在戈枕地区取得较好的

效果，对隐伏矿体的预测具有一定指导意义。
该片剖面带状中低阻异常Ｉ位于岩体的接触

带部位，与 剖 面 地 表 Ａｕ、Ａｇ花 坛 异 常 相 吻 合。
推测为岩体为成矿流体的运移提供热量和动力；
同时岩体 在 上 侵 过 程 中 沿 接 触 带 部 位 易 产 生 破

碎带，为成 矿 流 体 提 供 就 位 空 间，为 成 矿 的 有 利

部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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